
第 12 卷 第 6 期
1 9 9 2 年 一2 月 岩 相 古 地 理

V o l
.

1 2 N o
.

6

D ec
.

1 9 9 2

湖南新北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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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欣平

(湖南方地质矿产局区调研 )

一
、

引 言

湖南跳马涧组的沉积环境曾有多人论及
:

湖南 省地质局区测队 ( 1 9 8 0) 认为在都庞岭岛

东边湖南江华
、

新化等地为滨海沉积 . ;
湖南省区域地质志 (湖南省地矿局

,

1 9 8幻持与区测

队相 同的观点
;
刘文均 ( 1 9 8 1) 认为湘中泥盆系的沉积作用

,

是在一个三面为隆起 区包围
,

海

水由南西方向侵入的情况下开始的 . ;
柳祖汉 ( 198 4) 认为跳马涧期海侵规模进一步扩大

,

湘

中
、

湘南地区大部分处于陆源碎屑带 (包括潮上带和潮间带的一部分 ) 。
。

上述作者都从宏观

方面阐述了跳马涧组的沉积环境
。

龚一鸣 ( 19 8 5) 研究了湘西南宁远书 J水库跳马涧组
.

划分了该区的沉积环境及遗迹相
,

讨伦了湘西南早一中泥盆世碎屑岩地层 (包括半山组与跳马涧组 )遗迹化石与沉积环境的关

系
.

鉴定了 1 7个遗迹属
.

19 个未定遗迹种
,

2 个遗迹种 ( 1 9 87 )
,

为湖南省跳马涧组的遗迹化

石及沉积环凌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开端
。

笔者自 1 9 8 5 年至 1 9 8 9 年先后考察了新化炉观
、

酸陵长茅港
、

湘潭排塘
、

韶山等地跳马

涧组剖面
,

采集了大量的遗迹化石
。

本所三分队贺转利等同志为笔者提供了临武通天水库跳

马涧组剖面与遗迹化石
。

经研究
,

这批遗迹化石可归并为 15 个遗迹属
,

21 个遗迹种
。

它们

是
:

湖南沙镯迹 .lA 。 衣汉而 , 加 lttI 肥。 。 ,

B 型丛藻迹 clt , 沂俪 T yP e B o s go od
.

c 型丛藻迹 c如。存翻
T y p e c o s g o o d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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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, , ,、 : io 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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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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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
、 , ,。 5
1,聊

, u ,, 。 ,碑、 裕
,

螺丝迹未定

遗迹种 〔派` l渤朋
、

i ch n os p
.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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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,。痴 。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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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添

、
仙

。尹、 。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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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iI utI i’, 加
“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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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单杯迹未定遗迹 种 几oI 。

淤
“

妙 ha icl
、 n o

sP 二 管状古藻迹 乃才加 U砂扒、 、
llt l)l, lllt 二

,

弯曲古藻迹 ? 相似种 八人
,〔。 )I h州

、 ? e f
. 。 ; , a z。 、 ,

枝状似藻迹 I从 ,
` 。 女、 产人

,
, , , , ` ,

枝状似藻迹相似种

ltP 势。 勿
, 、 e f

.

脚h , , , , ,

掌状似藻迹相似种 llP 势、 如 e f
.

八 l , ,, a z ,, , ,` ,

布弗里平管迹 八
, , , u z
触 加 ,二 ,扮州

,
, ,泞 ; 、 、

蒙达那平管迹 llP 。 “ ile
、 川* 如

,。
,

通天恨珊瑚迹 ltR
`

、 ,u]诫。 。
如 tI/ 。 肛、 。 、

根珊瑚迹未定遗迹种

0 湖南省地质 局区测队
,

19 8 0
.

湖南地层总结《 泥盆系 户

公 刘文均
.

1 , 8 1
,

峪湘中地 区古构造特点
.

及其与泥盆系沉积相和 层控矿床的关系
夕

湖南地质科技情 {民( 3 )

母 柳祖汉
,

l , 8绪
.

《湖南泥盆纪岩相古地理 ;
,

湘潭 矿业学院油印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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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~ 威` J
lll ic hn os P.

,

奥罗迹未定遗迹种枷al, u故 ihc n os p
. ,

线状石针迹 翻汉 “俪 如翻南
.

苏菲似

海枝迹 ? 加耘州痴汤esI ~
、

。
、 ,

克拉梭动藻迹 亲近种 z , 砂班 ,sII a ff
.

。
`

a

捌
、 ,

动藻迹 未定遗迹种

Z。种州
。 ic hn os p

. 。

上述遗迹化石已于 《湖南地质 》第 16 卷第 2 期发表 (张欣平
,

199 1)
.

二
、

遗迹化石赋存的层位

笔者研究的遗迹 化石分别采自新化县炉观
、

湘潭县排塘
、

韶山
、

酸陵市大障区长茅港
、

临

武县通天水库
。

现将有关跳马涧组剖面分别介绍于后
:

1
.

新化县炉观跳马涧组剖面 0

上覆地层 中泥盆统棋梓桥组 ( D珍 )
:

灰绿色薄层状泥灰岩
,

产腕足类 肠`
胡呀勿 翻山泛

~— 整合接触—
中泥盆统跳马涧组 ( D )tt “

.

始 m

顶部为灰白
、

伐紫色中厚层状细粒石英砂岩
,

产遗迹化石 几习矛功挤 ,8II ihc os .P
,

以橇彻 . 11, 护姗眨洲

` Zm

上部 ( D护 ) 灰白中厚层状一块状细粒石英砂岩
,

产遗迹化石 月 r门 `。汉骊 ht,j

~
,
R碗叭心功挤二

忿任肠劝万“ 江几
戈
侧衣公秘 X动

沪. 义叨

撇
,

渤撒切树彻价 jch
n os p

.

J 物
月口峨 w

如切人期 , 摇
,

别咖以” 映甲姗 ic h n 仍p
. ,

了九目石湍认伏枷 cj hll os p二植物化石
:

肠尹
翻奴左洲力叫丽 sP

.
;
海相双壳类

: 〔
、

护如`
`如 sP

. ,

叭训以如` s p
.

27
.

洲 m

中部 (氏内 灰白色中层细粒石英砂岩夹灰绿色泥岩或为互层
.

底部见 阮 m 角状赤铁矿
,

产

胭 甲鱼化石
:
及劝护

价 is)I

~
13

.

3Om

下部 ( D
Zt ’ ) 灰白色中厚层状细一中粒石英砂岩夹厚层石英砂岩

,

底部为紫红色中厚层石英

砾岩 ( 1
.

0 9 , 11 ) 30
.

Z l m

一
角度不整合一

下伏地层为下志留统 s(
.

)深灰色中厚层状变质石英砂岩与板状页岩互层

2
.

湘潭韶山老屋湾跳马涧组剖面 。

上覆地层沙河组 ( D洲 )黄绿色泥质份砂岩
、

泥质灰岩

— 整合接触—
跳马涧组 ( D : t ) 1 1 4

.

0: ,

顶部 ( D川 ) 紫红 色中厚层状石英粉砂岩
,

产轮藻化口
:

孙
, 彻川 服 .10 18

.

泪
” 、

上部 ( D矛 ) 紫红色中厚层状石英砂岩
、

粉砂岩
,

夹一坛厚 1c0 , 盈状劝
、

人矿
,

汾砂岩中产

遗迹化石黝切砂
孕 ,绍 : “

.

。
,I,r 耐 ,

, 记彻
、

向
,、 。侧 代、 湘加姗 丁l)j

o C 仇即
。 d ,

双壳纲
: 一扫勺咨.

喃
sP

. ,

胭甲鱼类 及劝 J
·

礴洲

~
日

.

洲
,。

中部 ( D扩 ) 灰白色厚层石英砂岩夹灰绿色砂质页岩
,

产胭甲鱼类 了妇勿泌脚 ~ *
,

肠、 。

必州
￡。 ` ;

植物化石 乃叹“ r l。 如俪 z, ,
、 p

.

;
遗迹化石 L i:、 o i e h : l u、 一i: 、。 a t a 3 3

.

4 4 . 1飞

下部 ( D川 )灰白色厚层一块状石英砾岩夹石英砂岩
’

5 0
.

5 .51
,

— 整台考炙触—
下伏地层半山组 ( D泌 )紫红 色中厚层状石英粉砂岩

3
.

湘潭排塘跳马涧组剖面 0

上搜地层 中泥盆统沙河组 ( D
Z、 )灰绿色泥灰岩

— 整合接触—

根据左福兰衣新化炉现 泥盆 系划分对比
,

兼论上 泥盆统沉积相公( 1 0 8幻所 列剖面简 化
.

遗迹 化石山笔 者列 入
。

根据吴晓刚 叹韶山地区中泥盆流跳马洞组沉 积环境 奋( 19 8洲所列 811 面 简化
,

遗迹化石由笔者列入
。

拟州共瑞芬 ( 1 ,吕。 )么.

月、草鸟石岭跳马 21: U扭沉积相分析
*

所列剖面简 化
,

遗迹 化石山笔者加人
。

O公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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跳马涧组 (D
, t )

厂 ,

顶部 ( D 川 ) 紫红色厚层状泥质粉砂岩夹土黄色薄层页岩
、

灰绿色页岩
,

产苔鲜虫化石

1 2 7
.

9一n

从幻矛朋. s .P

1 1
.

8 1n

上部 ( D 扩 ) 紫红
、

棕褐色中厚层泥质粉砂岩夹砂质页岩
,

产海相腹足类
,

变口 目苔辞虫 肠左,切”

sP
.

;晌甲鱼类 乃站加如扣娜

~
,古植物 坛 l种记“ 如以阳哪

份 `介附、
;

遗迹化石 lmP 耐如
,。如璐

,

名孟口如“ 矛. 捉如厅。
,

丹挤翻女绍 产扮们月
,

hP 娇 . 如 e f
.

种111 ,。 hP 挤” 在巧 e f
.

网
,“ ,, , n , 。 勿阳介如 T y p e B O s g o o d

.

C标
州卜汀比 T y伴 C o s g oo d

,
几认翻对己幻 ie h n o 5 P

. ,

猫以
. 八沼口 n n 彻

。
州
~ 柑

.

了八认 `绍翻刀诫心 & 化甲次
撇 3 1

.

3 rn

中部 ( D扩 ) 浅灰
、

灰白中一厚层状石英砂岩
、

石英砾岩夹薄层 含砾石英砂岩
、

泥岩及赤铁矿

5一 } oc m
。

泥岩中产植物化石乃诫夕骊耐如 。 ,

。
刀lt,) 。 ;

炯甲鱼目刀“ 幼* 分勺
J绍

~
3 0

.

s m

下部 ( D护 ) 灰白色厚层一块状粗一中砾石英砾岩
,

底部有厚 2 0c m 的粘土矿与赤铁矿层 55 m

— 整合接触—
下伏地层中泥盆统半山组 ( D Zb) 紫红色中厚层状粉砂岩

4
.

酸陵市大障长茅港跳马涧组剖面 0

上覆地层棋梓桥组 ( D Z

妇灰白色厚层白云岩

— 整合接触—
跳马涧组 (D : t ) 80 m

上段 〔包括顶部 ( D 扩 )及上部 ( D 扩 )〕紫红色中厚层状石英砂岩夹砂质页岩
,

产轮藻化石 召笋
,
“ 动二

,于州` .

古植物场`奴如以、 拌绍 盯饭夕〔伏

~
;
月同甲鱼类 及岌加硫脚

~
;
海相双壳类 肠脚孙 。 sP

.

;

无铰腕足类 翻 ,认 l s p
.

;
遗迹化石 (诊

。 hlj J娜 l而俨洲“ 35 m

下段 〔包括中部 ( D扩 )及下部 ( D川〕 灰白色厚层石英砾岩 刁加
1

一
不整合接触一

下伏地层中元古界冷家溪群 (P 卜l,l )灰绿色变质石英砂岩与板岩互层

5
.

临武通天庙通天水库跳马涧组剖面 。

上覆地层中泥盆统棋梓桥组 ( D
,

妇灰色厚层泥质灰岩
、

白云岩

— 整合接触—
跳马涧组 ( D

: ` )
.

3 4 1
.

8 : n

上段 〔包括顶部 (D杯
;

)与上部 ( D矛 )〕 灰白色厚层砾岩
、

含砾砂岩
、

石英砂岩
、

粉砂岩夹砂质页

岩
,

顶部产遗迹化石 各叼确挤*
a r r

.

。

~
,
z o o p一、 y e us ie h n os p二糊咖

,

~
。 ;
上部产 刀瓜分

`七六材了。 。 蜘娜

~
,

R
.

ic h .均sP
. ,
月知州如

,

, 如。 汪
.

如故扫如 T y ep C O铭以心
,
八山哪神岁此 了破

月叭 J r苗 1 4 6
.

l m

下段 〔包括中部 ( D扩〕与下部 ( D zt’ )〕 紫红色砾岩
,

含砾砂岩
、

石英砂岩
、

粉砂岩
、

砂质泥岩组

成 5 个韵律层
.

19 5
.

7 m

一
不整合一

下伏地层 塔山群仪
.
)板岩

、

变质沙岩

三
、

遗迹化石及其与 沉积环境的关系

(一 )本区遗迹化石的生态分类

据 se il ac he r A
.

( 1 9 5 3 )的生态分类方案
,

本区的遗迹化石可分为四类
:

( 1 )居住迹 (历
,`
动俪

,

d w e一l i n g t r a e e s )包括 厉向故 lot/ il n o r 、 ,

」lo 。

、 初 必* i e h n o s p
.

(二者为垂

据刘升平 ( 1 , 8 6 )《酸陵地 区中泥盆统的沉积特点》所列剖面 简化
,

遗迹化石由笔者加入
.

据本所实测剖面简比
,

遗迹 化石由笔 者加人
。

O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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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层面直形管 穴 )
.

而
、

eII 耐伽 加洲二
`

而 ( 垂直层面 U 形管 穴 )
,

褂。 , all 而
。

oltt gt公。 。 is
,

.R ihc
-

n os p
.

(平行层面具蹼状构造 U 形管穴 )
, 7场在加、 动 , 蜘 胡。

,

~
,

T
.

i ch n os p
.

(平行层面为主的枝

状潜穴系统 )
’ 。

( 2 ) 觅食迹 ( 矛认z
` ,`交人。。

,

f e e d i。飞9 t r a e e s )包括 Ch o :飞d r iet s T y洋 B o s g co d
,

C
.

T y p e C o s g o o d (平

行层面的枝状潜穴系统 )
,

ltP卿如 浏
I,I n ,

p
.

cf 刁超劝 nII
,

p
.

cf
.

脚 ll1 o llt ln (平行层面的束状潜穴系

统 )
,

laP 耐腼
, ,。 altt 。

,

p
.

如。 lew
* 、

,

内2门伪砂州
、

llt bl, 加。 ,

.P ? .cf 。 。 耐。 (平行层面的管 状潜

穴 )
。

( 3 )爬行迹 (肠p动
n衍

, e r a w xi n g t r a e e s ) 有叙 111动
n ll 、 : i n h u a ell 二is

,

C
.

勿卯 a n。 、 is
,

C
.

i e l、 n o s p
.

(平

行层面正弦曲线移迹 )
,

伽痴
1 ,。 初 (平行层面不规则蜿 曲形移迹 )

,

妙疏心户绍 “ it] 卿* (平行

层面具横纹弯曲移迹 )
,

几。 反彻 I,8 如毗 (平行层面具螺纹弯曲移迹 )
.

凡 alI l,lt o i hc n os p
.

(平行层

面具中钩双叶带状移迹 )
。

( 4 )啮食迹 m
诬从 、 h

。 。 ,

g r a z i n s t r a e e s )
:

包括 Z , IJ lt挤 .1, 5 a f f
.

e r a s s u s ,

2
.

i e h n o s p
,

(具蹼状构造

螺旋形潜穴系统 )
。

本区跳马涧组遗迹化石以居住迹
、

觅食迹为主
,

爬行迹为次
,

啮食迹更次
。

(二 )遗迹化石与沉积环境的关系

( l) 新化县炉观地区跳马涧组下部
、

中部砾岩和砂岩代表前滨环境
;
上部遗迹化石组合

称 舟 elt icof 橱
一

八 llt 、 I,ll gcl,
、
组 合

,

以滤食性动物 的居 住管穴 市 elt ic诫 f郡
,

ltR
J华` U矛

lll( 初
。 ,

? 爪刁寿俗占卜

、 、esI
,

M , ,
r a
衍 。 ,。

与食泥动物的觅食迹 尸以饭刃砂脚
、 ,

laP 以枷 共同发育为特点
,

代表中等能

量
,

砂粒未固结的近滨环境
。

本组合的 拗峥伏
)。 护
诫如

。
及平行层面的 u 形潜穴排列无定向 ( 图

l )
,

反映 了近滨的特 点
,

属 s e i一a e h e r ^
.

( 1 9 6 7 )的 。 。 ;如、 “
遗迹 相 ( 图 2 ) ; 顶部 遗迹组 合称

z , ll)I gcl,
、 一` 汰

.

月衣.llll 。 组合
,

以 z 、 砂势。 i c h n os p
.

大量发育
,

杂以一定数量的 ` 伏泪 .kll 洲
、

为显著标

志
。

代表 水 体较深
,

氧 供应 不

足
,

仅 利于形成 z 伏
沪
IJh州

、

的造

迹生物大量繁衍的远滨环境
,

与 s e i l a e h e r A
.

( 1 9 6 7 ) 的

z叼为夕翻吕遗迹相上部相当
。

( 2) 湘潭韶山地 区跳马涧

下部与中部根据概率累积曲线

与标准偏差推断为前滨环境
。

中部所产 石。 、
?llt/ sII 俪。 ltt 曾见

于新化锡矿山组第一段潮问带

(张欣平
、

卿上康
,

19 88 )
。

本组

上部的遗迹化石组 合称 ttP 如
进
卜

)ltI 扒 ` “ 一

汤
八俪 组 合

,

以食泥动物

的觅食迹 脚 llt 、 l)I, 华
,I, 、 、

cllo 耐
:

廊
与爬 行 移迹 向 (rI 。 发 育 为 标

志
,

代表近滨环境
。

( 3 )湘潭排 jJJ 地区跳马涧

组下部及中部的沉积环境与韶

图一 猫。 。 解 , u , ,` i e一1: l o s p
.

( a )
、

平行层面的 U 形潜穴 ( b )
、

只站即 。
助夕

。

, ru ba l a r i、 ( e )素描图
,

新化炉观 0 2一,

(引自左福兰 )

F is
.

1 S k e t e h o r 溉翩切
、
刃胡

J l` i c生一11 o s p
.

(
a )

, “
U

” 一 s h a p o d

b u r r o w s
( b ) a ,l d 只叭翻℃砂华粥 t u b u la r is ( e ) (

a f t e r Z u o F u la . 1 )



岩 相 古 地 理 ( 6 )

山地 区相当 层位的沉积环境一致

( 两地仅相距 2 8 k .。 )
。

上部的遗迹组

合称 `从灵“俪
一

黝
。以么昭 组合

,

以滤 食

性动物的居住兼觅食管穴撇dll ,
.

褂“
” 妇 1111 胡 .II 物俪

胡。

而 与食 沉积

物 动 初 的 觅 食 迹 ll(P 耐廊
,

。 UI 动姗
·

llP 势 “ 如 均很繁盛为特 色

本组 合的属种分异度高 (多于 7属 川

种 )
,

丰度高
,

但均较破碎
,

代表盐份

正常
,

造迹生物大量发育
,

低一中等

能量的近滨环境
。

N
口犷记 , I e ,

相

图 2 5 ` l a e h o r
的遗迹相深度分带 (据阮 j一a c l、 e r ,

一9 6 7 )

F ig
一

2 S e i l a e l一e r ’ 5 b a t l飞y 一1 1c t r i e ie h ll o f a e 一es z o tl a t i o n

(
a f t e r S e i la e h e r ,

1 9 6 7 )

( 4) 临武通天庙地 区跳马涧组上部的遗迹化石组合称 物
。以翻

一 “
ltR 艺

~
“刀动 111 组 合

。

本组

乡 以 平 行 层 面 的 觅 食 迹 ttPI 耐俪
,

aP 勿叼人刀。 J。 ,

伽
,

价骊 及 具 蹼 状 构造 的 U 形 潜 穴

Rh、 如ilj :lllt “
大量发育为标志

.

代表低一 中等能量的近 滨环境
; 顶部遗迹组 合称 z田 PI, 夕

。招
-

`树“灰州 组 合
,

以啮食迹 z 的砂卯
“ s
大量发育为标志

,

除腼)llI gc’ll
、
与 占切 z“ llos 外

,

未见其它遗迹
,

亦代表氧供应不足的远滨环境
。

( 5) 酸陵大障长茅港地区跳马涧组上部根据所产海相双壳类 肠必沙山 印
.

及滨海带常见

的无铰腕足类 几帅 lltj 印
. ,

可推断为近滨环境
。

所产遗迹化石 G少汕叼之公
占 l而明。 堵 亦多见于近

滨或远滨
。

前述 5个地区 遗 i查化化石与沉积环境的关系见图 3
。

平均 高潮线

l t̀ 。 ,
组合宁远 D : t ,

月3 新化i拓潭等地区
.

。

马涧组沉积漠式及遗迹组合 (部分资料引白龚一呜
,

19 8 7)

F 二5
.

3 S c山 一11七 .l t o r y 一1一u d c l a l飞d 古̀ l川 u f。公 i l a 、 s e 一11 b l a ` c s o f t l l c T i a o 一11a j i a ll F o r一11a t i o ll

111 X ` 11 ll u a a 一 d X i a 一l s t a 一1 ,

卜l u 一1认 一1 ( p a r t i a l d a t a f r u 一11 G 。 一18 Y i一11 1 8
,

l日8 7 )

四
、

;幻南跳马涧 组遗迹化石 组合的纵向分布及其对比

湖 } {丁跳马涧组中所含遗迹化石经龚一鸣鉴定者有 17 属 21 种 (其中 1 9个为未定于}
, )

,

经笔



19 9 2 年 ( 6 ) 湖南新化
、

湘潭等地区跳马涧组的遗迹化石及其沉积环境

者鉴定者有 15 属 21 种
,

总计 22 个遗迹属
,

却个遗迹种
。

按 se il ac he r A
.

( 1 9 53 )的生态分类方案

可分为居住迹
、

觅食迹
、

爬行迹
、

啮食迹
、

停息迹
、

钻孔
、

逃逸迹
、

生物扰动构造八类
:

1
.

居住迹 包括 名灿又认心 l认印廊 ( D
, t , )

,

翻汉“俪 b u必。 ( D : t ,
)

,

召石兄认” ie h n os p
·

( D
Z“ )

,

伪之认
-

d: 翻
,“ ie h n o s p

.

( o
Z t )

,

五幻。

~ 妙咧 ic h n汤 p
.

( D
、` , ,

D Zt ` ) J 汾“ 护 ic 口c乙J、 i e h n o s p ( D
Z
t )

,

摊 ,
·。 , .沁戒加 彻“ -a

: elt 沁 ( D
Z t ,

)
,

月
.

ie h n o s P
.

( D
Z艺` )

,

lBt

~
11沁 , n ot n少ia n翻 5 15 ( D : t 3

)
,

R
.

i eh n o s P
.

( D
Z t , ,

D Z t ,
)

, 罗加勿路卜

: 。 `左治 召ue
, ,

~ ( D
Z t ,

)
,

T
.

ie h n o s p
.

( D
Z乙s

)
,

7’
.

ic h
,̀
洲 lj

.

( D
Z` ,

)

不觅食迹 包括 。训介之。 T y p
e B o s s o od ( D

Zt 3
)

,

C
·

T y p e C o s s o do ( D
Z t 3

)
,

C
.

纪加哪
·

( D
: t ,

)
,

尸̀挤翻俪 脚人
, , ,` ( D : t3 )

,

p
.

e f
.

种l, , ,。
( D Z t3 )

,

p
.

e f
.

网
, . a加 , ;` (D

Z t ,
)两

, .以瓜治 , ,
划

`
at

,. 0 5 ( D
: t s

)
,

p
.

脉沙脚卿
卜

召衍 ( D
Z t 3

)
,

尸
.

t llbl, 勿
r沽 ( n

Zt, )
,

P
.

? e f
.

ca , ;` u 。 ( n
: t ,

)
,

P
.

ie h n o s P
.

( D
Z t` )

3
.

爬 行迹 包括 C沈舰必`。 。。 : 如扣 J
朋

, .

廊 ( D
Z` ,

)
,

C
.

` ,伊 Ja ,. 。 。。。 ( D Z“ )
, C

·

i e h n

osn
·

( D
: t , )

,

妙向
t ,川 r `,` a ( D Z` 3 ) G

.

ie h n os p
.

( D Z乙,
)

,

G尹疏
n “ e 谷 ha

。

卿
、
is ( D Zt 3

)
,

L认。

动
n
l,s l认泛” ` 翔( D: t Z

)
,

月为“ “ u u必 ie h n OS p
.

( D
Z t 3

)
, G护

·

咖毋 et ie h n o s p
.

( D
Z
t )

4
.

啮食迹 包括 轰刀 l) h州
、 a f f

.

二
a

捌
、 ( D

Z t` )
,

Z
.

t’a , ot 卯 11 1 ( D
Z t` )

,

z
·

i c il n o s P
·

( D
Z“ )

5
.

停息迹 包括 枷elt ; `、 沁? ie h n o s p
.

( D
Z t` )

,

玩 ileat i eh n o s p
·

( D
Zt ` )

,

L
·

i e h n os p
.

( D
Z t ,

)沮
子阮爹

娜扳力
u
l,s i e h n o s p

.

( D Z t Z
)

,

彻* ll)I 俨浏
`

i e h n o s p
.

( D
Z z ,

)

6
.

钻孔 微钻孔 ( D
Z t , )

7
.

逃逸迹 ( D
Z t ,

)

8
.

生物扰动构造 ( D t)z

(一 )湖南跳马涧组遗迹化石的纵向分布

湖南新化
、

湘潭等地跳马涧组遗迹化石的纵向分布可见表 1
.

早古生代后期的广西运动使华南加里东地槽区的湘中地区全面回返
、

褶皱
、

变质
、

上升
,

雪峰洞庭古陆的范围进一步扩大
。

早泥盆世惹丁 期与济根期
,

湘中
、

湘南广大地区继续上升

迹剥蚀
。

埃姆斯期
,

广西入侵的海水浸及湘西南的江华
、

江永
、

道县一带
,

沉积了滨海相的源

口组碎屑岩
.

中泥盆世半山期
,

海水由西南继续向东北浸漫
,

北达湘潭韶山
、

排塘一带
,

沉积

了前滨一近滨相碎屑岩
。

跳马涧早期
,

海侵扩大达新晃
、

麻阳
、

沉陵
、

常德
、

岳阳一线
,

在邻近古陆或古岛的前滨或

潮间带
、

潮下带沉积了砾质
、

砾砂质
、

砂砾质
,

砂质等粗碎屑沉积
,

在宁远半山水库砂岩中产

6 么义“俪
一

hR
~

刊 u ul 。 组 合 (包 括 名灿义记俪
,

康 , 。 z娩
占 ,

hR

~
` 彻111

,

。 招似 iclt
n
始

,

儿犯矛几挤脚
,

肠
n*

之效洛刀场
“
llt 洲。 。

沁* ,

微钻孔等 )
。

跳马涧中期
,

湘中
、

湘南区普遍接受前滨或潮坪相沉积
。

湘潭韶山地区产 瓜 n口必h nus l认
-

田 at
。

跳马洞晚期
,

湘中
、

湘南广大地区沉积了近滨或潮下带环境的砂泥质
、

粉砂质
、

细砂质沉

积
。

湘潭
、

酸陵等地海水中富含氧、岩石普遍为紫色
、

紫红色调
,

海底富含有机质
,

造迹生物众

多
,

遗迹化石普遍发育
,

新化炉观产 A卿耐如
一

凡如、 砂州
、
组 合

;
湘潭排塘产

占从义“从沼
一

lnP 以骊
组 合

; 韶山地区产 l(P h。 砂州
、 一

伪 r
彻 组 合

;
临武通天水库产 hR ~

丫刃动 tII
一

klP
n以姗 组合

;
宁远半

山水库产 伽耐
;

翻 组 合
,

,灿
`

、
“ 如

、

`
一

助
n以姗组 合

。

遗迹组合的 内容大同小异
,

所代表的环

境大体一致或相近
,

可以对 比
。

跳马涧末期
,

新化炉观地区发育 z * 神夕曰招
一

` 汰少似交滋洲
、
组合

;
临武通天庙地区发育 么刃神夕

~



岩 相 古 地 理

表 1 新化
、

湘潭等地跳马涧组遗迹化石纵向分布表

T a b le l 切
:一g i t u d l一l a l d i s r̀ i b u ti o :一 0 1 t r a e e f oss ll s f r o 一 t l一e T ia o 一a j ia n F o r一 l a t i o 一 in X i一 l一u a ,

X ia , l g t a一 Il u l一a ll

镶镶镶
新化炉观观 湘潭排塘塘 湘潭韶山山 酸陵陵 临武通 天水库库 宁远半山山 广西灌阳吴家家

长长长长长长茅港港港 水库库库

顶顶顶 去刃 P娜好
--------- Z御户人挤

), 污 ----- Z的 p妙
、

翻
---

部部部 硬几即内公俪
. 夕夕夕夕夕 s 姗“

如 组合合合 C阴去加话器 “ 汾汾

((( D Z￡.
))) 组合合合合合 Z 伏孕人护

`

刀夕夕夕 组 合
: 入 尺毕勺阴

、、

22222闭户孟挤
了
邵 i e h n os P

····· a f f二 r万
·

~
月 ,,, `升一户一t?l’ `梦dlI

,,

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孟汉赵沪目崎 I胡 ` , ”
·

绍绍绍 2切沪妙 ,,

卜卜卜￡月 , 肠 . 劲创硬怂吕 ` . 尸“ 卜卜卜卜卜卜卜 i了l h ll “ p
. `了货人瓜人

---

匆匆匆尸橄夕林林林林林林林 砚` 月 i犷、 h n o 5 P
··

PPPPPPPPPPPPPPPPPI,
一月口 i人

刀月 i e h ---

nnnnnnnnnnnnnnnnn 0 S P
---

上上上 月 r护月化川 `石明 --- 占么州刃此胡 一 P l,t 盈树女
吕吕 P, l

奴勺 .lP爹爹 G护
·

ic加如 `̀ 口户
.
, ~ _ 打打 弃了。 “ “ , ”

-----

部部部 P’ d,l 勿砂犷邵邵 组 合
: 占̀ 叫“如

,, r “ 泞礴孟尸记公... 内沪翻户叫泪泪泪 如
.翻朋朋朋

((( D Z t , ))) 组 合
: 河八叨 。

汉如如 泛翻
, 汁矫

。

邢胡树山”” 组合
::::::: 一

PI, 胡口故嗬嗬嗬

几几几朋
,绷叨求蕊 , i c卜n os p

... . ” `
.

. 户 J . 。 ” 。 南 J” ` 、 , .儿 . ... 八.
奴划砂犷犷犷犷 组合合合

nnnnn o v
. , P, 认洲

J

尸
`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 C“ 左 自 J翻卜卜卜卜 a ca eeeeeP

ccccc翻 山必 “翻甲衍 ,, , , 4L 月` 之. ,
一

「 j ~~~

I,l r峪 ,,,, 宝r a i。 组组组
已已已卿山沙心矛山 “ J x 妞 --- ”

,
_

U l 、

~
目 , 陌。。 乃`

妇勺户儿犷犷犷犷 之SSSSS

hhhhh沙烈 阅店 ,

lRI
` 龙` `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e “ 夕??????? 口口口

,,,

司咖
n i e h n俄 P二二

` .肚 ,, “ ` . , l’ 俨 1 门“ ”” C f
.

翻八砚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亡沪“

诬
赤自

砚明明明

矛矛矛协口口山
月月 洲咖川

,

烈护
了, 如如 如 ` J子阴讨的的的

nPI 耐如 组 合合 组 合合合
加加加, 行介挤

~~~
cf

.

洲诵` ” 。 .

砂护护
即妇厅胡刁 ,,, R h ` ) 洲、 刃 ,刃阴川川川川

钊钊钊抽叻 “
,翻口公奋左 ic h ---

你山唱 c f
·

洲心夕,

汗汗 亡 J目今 Zr自峨
. ,,, r训尹

口伏洲糊
,,,,

nnnnn伪 p
··

切 111
。

口饭网赤公明明 T y伴 CCCCC 产翻刁“ 树应硬明 ” 亡
,,n

-------

TTTTTTT y pe B 05 9 0司司 伪 9 0司司司 t, `阴 “ 泞 ,

打子目 目
,rI 故啥啥啥啥

rrrrrrr刀乙仰 6
·

翻心呐 T y Pe CCCCCCC T y讲 C伪 g oo ddddddd

0000000 59以洲」
,,,,,,,

刀刀刀刀汕沙刁劫tI 的 盛e h -------------

nnnnnnn os p
. ,

了如山“ 品品品品品品品
.......
咖才

召 , 用砚 , r . “ ,,,,,,,

月月月月去胶助 :。六刃刀如 J”””””””

了了了了佣尹二
七吸 3 “

,,,,,,,

nnnnnnn r 习盛,
彻 “ , j e h -------------

甘甘甘甘1仍 P
·······

中中中中中 L姚洲 ,l’ 月护̀窟窟窟窟窟窟

部部部部部 I乙掀月` , 心月月月月月月

((( D 2 t 2 )))))))))))))))))

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S 从侧材尹曰产
-----

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Rh` 义月 ,口
`̀̀

((( D Zt ,
)))))))))))))

r 沙刃胡 子一诬诬诬

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合合合
微微微微微微微微钻孔孔孔

ctI
、 一

5叔义“俪 组合
;广西灌阳发育 z 、 .P g(I y1I 占一 c 伏似 iclt

o
us 组合

;
代表远滨或浅海环境

,

标志末期的

最大海侵
。

从各地跳马涧组遗迹化石组 合的纵 向分布来看
,

从下而上显示由 厉枷滋 ,
一

励
~

:

威。 。

组 合转变为 由 etI 众七 l而
占一

ltP llt。 砂州
、
组 合尸纵汉“俪

一

枷耐廊 组 合
,

腼
〔。砂势 、 、 一 Gu] 汀。 组 合

,

励

~
州11沁

。 一

八
n汉如

谷

组 合
,

。
。
耐八介

拐

组 合
,

几为
。

、 。
elt 蜘

一

ltPI 耐廊 组 合
,

再转变 为 z , 砂尹 sI
一

c ,
、

h icl 人
tII招

组合
、

轰月砂州
、 -

名切 z“ ooll 组合的趋势
。

即山滤食性动物居住迹为主的组合
,

转变为觅食迹与居

住迹同等发育
.

或以觅食迹为主的组 合
,

再变为啮食迹为主的组 合
,

代表沉积环境山前滨或

潮间带转变为近滨或潮下带
,

再转变为远滨的过程
,

与海水逐渐加深
、

海侵范围扩大相一致
。

各地跳马涧组顶部
、

上部的遗迹化石组合大体相近或一致
,

并可以对比
,

说明在一定范困内

遗迹化石组 合可作为地层划分与对比的辅助手段
。

遗迹 化石组 合产地见图 4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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